
□记者 刘志松

裴素莲裴素莲：：
戏曲与公益共绽芳华戏曲与公益共绽芳华

今年59岁的裴素莲曾经是辉县市
艺术学校的教师，也是辉县义工团队的
优秀志愿者。这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
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全身心地投
入到传统戏曲的传承。她将教培活动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紧密融合，使之
成为义工团队公益活动中的一抹亮色。

2016年，裴素莲退休后，深刻领悟
到自身肩负的责任，始终如一地坚守在
这项意义深远的传承阵地。她心怀热
忱，开办免费培训班，培训舞蹈、戏曲学
员100余人，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构筑起
优质的学习与交流平台。

近两年来，她将戏曲班的教学活动
融入志愿服务的广阔天地。她不辞辛
劳地组织文艺志愿者参与辉县义工义
剪小组公益活动，翻山越岭，深入偏远
的乡村角落、村庄社区以及城市广场，
为老人们送去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服
务。志愿服务入乡村包含政策宣讲、义
剪、义演、义诊、非遗文化剪纸作品展、
健康保健知识传授等多元化志愿服务，
被乡亲们称为文明集市进乡村。她和
文艺志愿者把那些深受老人们喜爱的
经典传统戏曲剧目，原汁原味地呈现在
老人的家门口。

裴素莲亲力亲为，悉心指导戏曲爱
好者们的每一个动作姿态，雕琢每一个
神情韵味，让传统戏曲的迷人魅力在新
时代的乡村沃野绽放，也让更多的人深
切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公益活

动相互交融所衍生出的感染力与独特
魅力。

2023年，在辉县市举办的“小游园，
唱大戏”戏曲大赛舞台上，经她指导的
学员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与精彩表演，
在众多实力强劲的参赛者中崭露头角，
斩获佳绩。冯梦青荣获三等奖，靳小云
表演的《花木兰》更是英姿飒爽，将传统
戏曲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裴素莲紧紧跟随着时代的步伐，积
极主动地与其他老师携手并肩，大力开
展一系列创意十足且极具教育意义的创
作编排工作。他们精心雕琢的小品《志
愿服务进万家》鲜活地呈现出义工的无
私大爱与默默奉献；《共城好人丁振娥》
传颂丁振娥帮助十个家庭找到走失幼童
的动人事迹。郑月玲、张岭、郭爱杨等学
员参与排演，在一次次演出中演技得到

不断提升。
为了带动更多人融入志愿服务，

2023年秋，裴素莲组建辉县市教体局夕
阳红志愿服务队，邀请之前的老同事一
起发挥余热，既丰富了晚年生活又为社
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历经多年的辛勤耕耘与默默奉献，
裴素莲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24 年，她荣获第九届中国戏剧码头
（中国舞蹈）荷花奖，同时，还荣获 2024
年第九届中国戏剧码头（河南豫剧）梅
花奖。

裴素莲用行动诠释着对传统戏曲
文化的挚爱以及对公益事业的执著，在
文明共城建设征程中留下了坚实的足
迹，吸引并感染着更多的人踊跃投身于
文化传承与社会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
之中。

裴素莲深入乡村为群众义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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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区迁建启新篇 污水处理绘“绿”卷

金谷社区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为进一步
提升居民的火灾防控能力和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2月18日，高新区振
中街道金谷社区联合街道执法大队，
组织物业、商户及居民开展了以“全
民消防 生命至上”为主题的消防安全
专题培训活动。

活动特邀河南省消防协会资深
宣讲员进行授课。宣讲员结合社区
工作人员在日常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系统梳理了不同场所
及居民小区的检查巡查重点，详细讲
解了火灾的发生、发展、熄灭的基本
规律和特点，并传授了火灾防范措
施、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人员疏散组
织以及火场自救逃生技巧等知识。

活动中还特别设置了隐患排查
指导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商户
走进周边店铺，实地指出可能存在的
消防安全隐患，如疏散通道被杂物占
用、应急照明设备损坏、防火门关闭
不严等问题。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
商户如何进行日常自查自纠，制定隐
患排查清单，并要求商户做到每日一
查、有患必除，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
险。

通过此次培训，社区居民和商户
的消防安全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为
构建平安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下
一步，金谷社区将持续加强开展消防
安全宣传和普及活动，不断提高防
火、灭火及自救能力，维护社区内经
营场所消防安全，共创平安和谐社区
环境。

春涂树木“防护甲”
绘就生态振兴图

本报讯（记者 崔敬）乍暖还寒时
节，万物复苏。2月18日，在封丘县黄
德镇道路两侧，村“两委”干部、公益
性岗位人员和广大党员群众正提着
桶，拿着刷子，细致地给树木涂白，为
树木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

早春时节，大地渐渐褪去了萧
瑟，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树木也面临
着潜在的危机。随着气温回升，那些
在树皮缝隙中蛰伏了一冬的病虫害
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向树木发起新一
轮的“攻击”。

为给树木量身定制防护“铠甲”，
黄德镇各村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组织，共同参与。大
家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标准，将树木
涂白高度统一控制在 1.2米至1.5 米，
保证同一路段、同一区域的涂白高度
整齐一致，不仅起到了防护作用，还
极具美观性。

截至目前，黄德镇共完成树木涂
白防护2000余棵。道路两旁、村庄周
边的树木都换上了洁白的“新衣”，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崔敬）2 月 18 日上
午，在封丘县荆隆宫镇港北新区污水处
理厂的工作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出水
水质进行检测。每天来自周围村庄及
企业的1万吨污水在此化浊为清，可用
于群众灌溉。

生活污水处理厂就像区域的“人工
肾脏”，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俯
瞰荆隆宫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泵、粗格
栅、细格栅、生物池、二沉池、转盘滤池等

单体建筑有序连接分布，平静的管道间
里，大量污水在此实现“变身”。

“我们进行24小时监测，每天都会
及时反馈监测数据，值班人员会把数据
同步传输给上级，并根据数据随时进行
工艺调整，确保水质达标。”技术员郭华
说。

据了解，荆隆宫镇把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作为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的民心工
程，目前已累计投资4000万元左右，在

39个村的大小巷道铺设标准下水管网
近20万米，建成17座乡村污水末端处
理设施。

目前，当地污水管网户户通每村建
成比例在93%以上，有效实现了辖区几
万人农村生活污水区域性集中处理和
循环利用。着力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补
齐城镇基础设施和防洪减灾短板，大大
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原阳县科学规划用水保障粮食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2月18日，

为确保春灌工作有序高效进行，原阳县
提前谋划、精心部署、迅速行动，出台了
用水计划和引水安排，为粮田及时送上
了宝贵的黄河水，为粮食的丰产丰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韩董庄引黄灌区和祥符朱引
黄灌区已经全面开闸放水，黄河水引入
支流，沿着错落有致的渠道，涌向原阳
大地的广阔麦田。农户们抢抓农时，早
早做好了准备，田野间呈现出一派繁忙
而有序的春耕景象。

原阳县朱柳园村党支部委员朱继
永说：“春节前，我们就对河道进行了清
淤疏浚工作。我们村的小麦种植面积
达 2300 亩，目前已经浇灌了 500 亩，预

计再过三四天就能完成全部春灌任
务。黄河水肥沃而充足，对小麦的生长
极为有利，用黄河水浇地不仅省时省
力，而且效果非常好。”

为了保障春灌工作的顺利进行，韩
董庄引黄灌区成立了专门的春灌工作
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巡查，时
刻关注黄河来水情况和灌区用水变化，
以满足农田灌溉的迫切需求。

据韩董庄引黄灌区副主任邓沛安
介绍：“目前，马庄闸的引水流量为3立
方米/秒，双井闸的引水流量为 8 立方
米/秒，灌区七条干渠同时开展灌溉工
作。春灌期间，我们共计引水600万立
方米，灌溉面积达到 5 万余亩。预计 3
月10日前将完成辖区25万亩小麦的返

青水浇灌任务，为夏粮丰收提供坚实的
水利支撑。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多项措
施，一是积极与黄河河务部门沟通协
调，通报小麦旱情，争取最大的引黄指
标和流量；二是安排技术人员密切观测
双井、韩董庄两个引黄口门，做到能引
尽引、科学调配水量；三是为了确保河
道放水安全，我们灌区全体干部职工将
全员上岗、昼夜巡护河道。在确保河道
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将全力做好放水工
作，让群众能够顺利浇好地。”

据统计，春灌期间原阳县计划引黄
灌溉面积 48 万亩，预计用水量达到
4750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原阳县已经
调引黄河水 1500 万立方米，为今年的
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